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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冷战结束后ꎬ 美俄关系经历了四次重启ꎬ 但均以失败告终ꎮ
美俄关系重启的不同阶段背后既有促进关系缓和、 又有阻碍关系发展的双重性因

素ꎬ 造成两国关系呈现波浪形起伏和螺旋式下降的冲突性、 自发性、 矛盾性、 局

限性和暂时性因素始终存在ꎮ 冷战结束后美俄虽有改善关系的意愿ꎬ 却一直没能

建立起卓有成效的建设性伙伴关系ꎬ 关系发展一直在重启—失败的怪圈中往复而

行ꎬ 甚至陷入 “螺旋式下降” 的困境ꎮ 特朗普上台后ꎬ 美俄关系虽出现 “再重

启” 迹象ꎬ 但仍未获得明显提升ꎬ 也是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ꎮ 美国大选前后及拜

登入主白宫后ꎬ 在新冠疫情持续和中美关系不稳的形势下ꎬ 美俄在军控、 经贸、
高科技、 太空、 反恐等领域存在有限合作的可能ꎬ 但关系发展模式仍会受到结构

性矛盾的限制和影响ꎬ 很难实现实质性突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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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俄关系是攸关地区和国际安全大局的重要国家间关系ꎮ 拜登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入主白宫后即对外阐明了对俄态度和政策ꎬ 强调将以与特朗普政府截然不同的

方式强硬对待俄罗斯ꎬ 捍卫美国利益①ꎮ 与此同时ꎬ 在疫情导致世界格局发生重

大变迁的形势下ꎬ 美俄也并未完全关闭对话窗口ꎬ 拜登与普京、 美国国务卿布林

肯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已分别通话ꎬ 表达了交流和合作的意愿ꎻ 最重要的是ꎬ
美俄两国间仅存的军控条约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延期协议于 ２ 月 ３ 日正式生

效ꎬ 条约有效期将延长至 ２０２６ 年 ２ 月 ５ 日ꎮ 以上种种ꎬ 是否表明美俄关系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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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重点项目 “新形势下的中俄伙伴关系研究” (３１６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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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执政期发生一些新的变化? 抑或两国会重复以往曾经历的关系起伏ꎬ 难以摆

脱结构性的沉疴? 本文总结并分析冷战后美俄关系数次 “重启” 的路径和逻辑ꎬ
尝试探讨以下问题: 冷战结束后美俄虽然都有改善关系的意愿ꎬ 但为何一直没能

建立起卓有成效的建设性伙伴关系ꎬ 且关系发展一直在重启—失败的怪圈中往复

而行ꎬ 甚至陷入 “螺旋式下降” 的困境? 美俄关系中到底存在哪些既能促成两

国合作但又难以彻底解决的问题? 美俄关系在拜登执政期又可能发生怎样的变

化? 厘清这些问题有助于理解大国竞合对国际关系格局变迁的影响ꎬ 同时对分析

当前中国外交所面临的挑战也具有一定现实意义ꎮ
苏联解体后ꎬ 美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ꎮ 从经济实力、 军事能力和国际地位

来讲ꎬ 作为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已不能再与美国相抗衡ꎻ 而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

态来看ꎬ 两国不再截然对立ꎮ 但冷战后美俄关系的发展却并不顺利ꎬ 四次关系重

启均以失败告终①ꎮ 美国四任总统老布什、 克林顿、 小布什、 奥巴马分别与同时

期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 普京、 梅德韦杰夫以一种非线性的继承关系诠释了两国

关系发展的路径和逻辑ꎮ 虽然不同时段关系重启的原因、 动力、 过程、 结果有所

不同ꎬ 但轨迹和结果却有规律可循: 在重要历史契机或领导人推动下关系出现缓

和迹象ꎬ 在某些领域实现一定合作ꎬ 继而受制于关系结构中的固有矛盾ꎬ 关系走

低ꎬ 在完成先扬后抑的过程后ꎬ 为下一次重启作 “准备”ꎮ
特朗普上台后ꎬ 美俄关系一度又出现了短暂的 “蜜月期”ꎮ 但因受到国内反

俄政治力量和社会舆论的掣肘ꎬ 特朗普与俄修好的计划并未成功ꎬ 两国关系反而

因 “通俄门” 事件陷入 “新冷战” 的阴霾ꎮ ２０２０ 年上半年ꎬ 在新冠疫情肆虐全

球和中美关系恶化的背景下ꎬ 特朗普和普京频繁互动ꎬ 不仅在抗疫方面互相示

好ꎬ 还联手解决石油减产问题ꎬ 甚至发表了纪念易北河会师 ７５ 周年的联合声明ꎮ
拜登胜选后ꎬ 对美俄关系未来持乐观和消极态度的声音兼而有之ꎮ 本文在总结美

俄关系四次 “重启” 路径的基础上ꎬ 着重分析出现重启—失败循环的内在逻辑ꎬ
对美俄关系 “重启” 的困境进行研判ꎮ

一　 “重启” 还是 “重复”: 美俄关系 “重启” 的路径

冷战结束后至特朗普执政前ꎬ 美俄关系共经历了 ４ 次重启 (见表 １)ꎮ “两国

０２

① 美国学者安吉拉斯登特认为特朗普上台前美俄关系经历了四次重启ꎬ 见 Ａｎｇｅｌａ Ｓｔｅｎｔꎬ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Ｕ Ｓ －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 － 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ꎬ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５ꎬ ｐ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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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是在经历了一个关系紧张、 僵持、 相互指责及悲观失望的时期之后ꎬ 便开始

进入一个对话、 进步和乐观的时期ꎬ 周而复始ꎮ”① 这四次重启的背景、 过程、
结果虽各有不同ꎬ 但也有一些相似之处ꎮ

(一) 老布什—戈尔巴乔夫 /叶利钦时期

戈尔巴乔夫 １９８５ 年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并开始实施改革后ꎬ 美苏关系已发

生局部重启ꎮ 借助戈氏 “新思维” 改革的契机ꎬ 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于 １９８９ 年

提出了 “超越遏制” 战略ꎬ 对战后美国对苏政策作出重大调整ꎮ 华盛顿开始积

极与莫斯科发展关系ꎬ 利用经济援助、 政治接触、 和平演变等手段ꎬ 推动苏联实

现 “自由化” 并融入国际社会ꎮ 叶利钦因在反共和颠覆苏联过程中起到关键作

用而获得华盛顿的赏识ꎮ “８１９” 事件后ꎬ 老布什马上发表了谴责苏联紧急状态

委员会的措辞强硬的讲话ꎬ 随后与叶利钦直接通话ꎬ 叶利钦表明了希望得到美国

支持的意愿ꎮ １９９２ 年 ２ 月ꎬ 老布什与叶利钦在戴维营会晤后发表联合声明ꎬ 称两

国是有相同价值观念的 “伙伴”ꎻ ６ 月ꎬ 叶利钦正式访美ꎬ 双方签署了与军控、
投资等有关的一系列双边协议ꎬ 标志着美俄有发展 “战略伙伴关系的潜力”②ꎮ
但是ꎬ 这次短暂重启建立在美强俄弱、 力量对比不均衡的基础上ꎬ 美国虽然通过

“提供希望行动”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Ｈｏｐｅ) 等项目对俄给予援助ꎬ 但 １９９２ 年西

方七国领导人峰会承诺的 ２４０ 亿美元多边援助计划却并未落实ꎬ 这让俄罗斯大感

失望ꎮ 实力地位对比差距和对双边关系预期差异的存在ꎬ 导致美俄关系发展带有

明显的不确定性和难测性③ꎮ

(二) 克林顿—叶利钦时期

独立后的俄罗斯给了美国践行 “民主和平论” 的绝佳机会ꎮ 美国积极支持

俄罗斯进行政治和经济转型改革ꎬ 而叶利钦也以实施 “休克疗法” 作为争取西

方经济援助、 与西方进行经济合作的前提条件ꎮ 克林顿 １９９３ 年 １ 月就任美国总

统后ꎬ 分别于当年 ４ 月和 １９９４ 年初与叶利钦会晤ꎬ 双方称美俄关系已经成为

“战略性的伙伴关系”④ꎮ 在两国总统不断推动关系升温的同时ꎬ 美国政府开始采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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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ｕｎｅ １８ꎬ １９９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ｓｕｎ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ｂｓ － ｘｐｍ － １９９２ － ０６ － １８ － １９９２１７００２０ － ｓｔｏｒｙ ｈｔｍｌ
李忠诚: «俄美关系的特点及趋势»ꎬ 载 «现代国际关系» １９９２ 年第 ５ 期ꎮ
Ｊｉｍ Ｎｉｃｈｏｌꎬ “Ｕ Ｓ －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Ｍｏｓｃｏｗ Ｓｕｍｍｉｔ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３ － １４ꎬ １９９４: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Ｕ 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ꎬ ＣＲ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３ꎬ １９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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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谨慎、 渐进但却坚定的步骤实行北约东扩①ꎮ 对此俄罗斯采取了接受的态度ꎬ
还于 １９９４ 年 ６ 月加入了作为东扩过渡步骤的北约 “和平伙伴关系” 计划ꎮ 这种

向西方 “一边倒” 的外交政策到 １９９６ 年普里马科夫任俄外长时开始转变ꎬ 不再

甘当西方附庸的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的矛盾逐渐显现ꎮ 波黑和科索沃两场战争尤其

体现了两国在安全战略上的摩擦: 在冷战后欧洲安全体系构建过程中ꎬ 俄罗斯对

北约的作用存有矛盾心理ꎬ 而美国也并非真正愿意接纳俄参与其中ꎮ
可以说ꎬ 美俄关系第二次重启的结束不只源于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转变ꎬ 还与

克林顿政府在解决巴尔干地区危机中表现出来的单边主义霸权行径有关ꎬ １９９９
年第二次车臣战争更是进一步激化了两国之间的分歧ꎮ 这次重启仍然是建立在美

俄实力和地位不平等的基础上ꎬ 但此间确立的关系框架为后来两国合作的内容和

方式奠定了基础ꎬ 这一时期未解决的问题也一直困扰美俄关系发展ꎮ

(三) 小布什—普京时期

普京于 ２０００ 年上任ꎬ 次年发生的 “９１１” 事件为美俄关系重启提供了一个

重要契机ꎮ 普京不仅在恐袭发生后第一个给小布什总统打电话表示慰问ꎬ 还主动为

美国的反恐行动提供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持ꎬ 包括允许美军在乌兹别克斯坦 (Ｋ － ２
空军基地) 和吉尔吉斯斯坦 (玛纳斯空军基地) 建立军事基地及通过俄罗斯领

空向阿富汗前线运送军事人员和物资ꎮ 俄罗斯不仅与美国共享反恐情报ꎬ 还关闭

了古巴卢尔德的信号监听情报站和位于越南金兰湾的海军基地ꎬ 以此向美方释放

改善关系的积极信号ꎮ 俄外交决策精英借此主张俄美组成反恐 “战略同盟”ꎬ 以

进一步提升两国关系②ꎮ
与前两次重启相比ꎬ 此次美俄关系的 “蜜月期” 十分短暂ꎮ 虽然两国总统

在 ２００１ 年首次会晤时均表示要发展建设性、 务实的伙伴关系ꎬ 虽然有俄罗斯在

反恐、 军控方面的合作以及美国对加快俄入世谈判进程、 逐步取消 «杰克逊 － 瓦

尼克法案» 的承诺ꎬ 但在普京加强垂直权力体系、 俄罗斯外交独立性提高、 发展

国家经济和谋求国际地位诉求增强等背景下ꎬ 美俄在军控、 导弹防御、 北约扩员

等问题上的摩擦愈加激烈ꎮ 俄罗斯为伊朗提供核援助、 邀请朝鲜领导人金正日访

俄等作法令美国非常不满ꎬ 而美国不顾俄、 法、 德三国反对发动伊拉克战争ꎬ 以

支持 “民主革命” 之名在格鲁吉亚、 乌克兰、 吉尔吉斯斯坦鼓动 “颜色革命”

２２

①
②

陶文钊: «北约东扩与美俄关系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７ 年)»ꎬ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０ 期ꎮ
Америка как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союзник России / /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ꎬ １０ октября ２００３ г



美俄关系 “重启” 的困境分析　

的行动也让俄罗斯震怒ꎮ 最重要的是ꎬ 普京希望借助参与反恐战争提升俄罗斯对

美国和世界的重要性ꎬ 让西方重视俄方利益和价值ꎬ 但这个要求并未得到满足ꎮ
２００７ 年普京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抨击美国单边主义和在世界上滥用武力的演说

标志俄罗斯与西方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①ꎬ 而美俄关系第三次重启也最终止步

于 ２００８ 年的俄格战争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在普京第二任期后期ꎬ 曾经亲美的俄罗

斯精英阶层对美国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ꎬ 俄社会民众的反美情绪也有所上升②ꎮ
这也是导致第三次美俄关系重启失败的原因之一ꎮ

(四) 奥巴马—梅德韦杰夫时期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ꎬ 小布什与普京在索契最后一次会晤时通过了 «美俄关系战略

框架宣言»ꎬ 明确两国要在促进安全、 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 打击全球恐

怖主义和战略性经济合作方面开展合作ꎬ 同时承认双方在导弹防御等问题上存在

分歧ꎮ 这为奥巴马—梅德韦杰夫时期美俄合作定下了基调ꎮ
美俄关系第四次重启的主动方是美国ꎬ 且甚为高调ꎮ 首先ꎬ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ꎬ 美

国国务卿希拉里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日内瓦象征性地按下标有英俄两种文字

的红色 “重启” 按钮ꎬ 标志两国致力于改善因俄格战争而恶化的双边关系ꎮ 其

次ꎬ 在内部就改善美俄关系符合美国国家利益达成共识的基础上③ꎬ 奥巴马政府

主动调整对俄政策ꎬ 谨慎设定务实目标ꎬ 积极开展接触政策和二轨外交ꎬ 加强两

国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间的交流ꎬ 在核裁军、 反导、 伊核等重大问题上谋求与

俄方合作ꎮ 在此背景下ꎬ 美俄合作取得突破: 俄罗斯在扩大北方配送网络、 签署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通过制裁伊朗的 １９２９ 号决议等问题上积极配合ꎻ 相应

地ꎬ 美国提出放弃在波兰和捷克设立导弹防御基地的计划、 不再急于推动格鲁吉

亚加入北约、 调整对乌克兰政策ꎬ 以此减缓对俄罗斯战略空间的挤压ꎮ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奥巴马首次访俄时ꎬ 双方甚至落实了设立共享导弹发射联合预警中心的目标④ꎮ

在获得丰富合作成果的同时ꎬ 美俄关系仍难摆脱痼疾ꎮ 普京第三次当选总统

３２

①

②

③

④

“Ｓｐｅｅｃ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ａｔ ｔｈｅ Ｍｕｎｉｃｈ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０ꎬ
２００７ ｈｔｔｐ: / / ｅｎ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ｅｖｅｎｔｓ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ｓ / ２４０３４

“Ｒｕｓｓｉａ’ｓ Ｅｌｉｔｅ: Ｗ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Ｔｈｉｎｋ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Ｗｈｙ”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ｏｎａｒ
ｓｅｕｒａｓｉａ ｏｒｇ / ｍｅｍｏ / ｒｕｓｓｉａ’ｓ － ｅｌｉｔｅ － ｗｈａｔ － ｔｈｅｙ － ｔｈｉｎｋ － ｕｎｉｔｅｄ － ｓｔａｔｅｓ － ａｎｄ － ｗｈｙ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ｃＦａｕｌꎬ Ｆｒｏｍ Ｈｏｔ Ｗａｒ ｔｏ Ｈｏｔ Ｐｅａｃｅ: 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 ｉｎ Ｐｕｔｉｎ’ ｓ Ｒｕｓｓｉａꎬ Ｈｏｕｇｈｔｏｎ
Ｍｉｆｆｌｉｎ Ｈａｒｃｏｕｒｔꎬ ２０１８ꎬ ｐ １３７

“Ｕ Ｓ － Ｒｕｓｓｉ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ｓｅｔ Ｆａｃｔ Ｓｈｅｅｔ”ꎬ Ｊｕｎｅ ２４ꎬ ２０１０ ｈｔｔｐｓ: / / ｏｂａｍａ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ｇｏｖ /
ｒｅａｌｉｔｙｃｈｅｃｋ / ｔｈｅ － ｐｒｅｓｓ － ｏｆｆｉｃｅ / ｕｓ － ｒｕｓｓｉａ －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 ｒｅｓｅｔ － ｆａｃｔ － ｓｈｅ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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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ꎬ “阿拉伯之春”、 俄国内 “倒普” 风波、 斯诺登事件、 «马格尼茨基法案»
和 «季马雅科夫列夫法案» 出台等事件再次凸显了美俄在民主发展问题上的观

念差异、 利益冲突和战略矛盾ꎬ 第四次重启宣告终结ꎮ 乌克兰危机引发了西方与俄

罗斯之间制裁与反制裁的斗争ꎬ 美俄关系也跌入了冷战结束后的最低谷ꎮ 此次重启

失败再次反映了俄罗斯在东西方之间摇摆、 与西方关系从 “解冻” 到 “冰冻” 反

复变化的特点①ꎬ 也 “折射出美俄矛盾正在加速从外源性向内生性转变”②ꎮ

表 １　 美俄关系四次重启情况概览

第一次重启
(局部重启) 第二次重启 第三次重启 第四次重启

时任美国总统 老布什 克林顿 小布什 奥巴马

时任 (苏联)
俄罗斯总统

戈尔巴乔夫
叶利钦

叶利钦 普京 梅德韦杰夫

背景原因

苏联解体
“新思维” 改革

“超越遏制” 战略
俄罗斯独立

俄罗斯转型改革 “９１１” 事件
金融危机

俄罗斯总统易人
奥巴马调整对俄政策

主要成果

签署 «里斯本削减
战 略 武 器 条 约 »
«第一阶段削减战
略武器条约» «美
俄伙伴与友好关系
宪章» «关于双边
投资的条约» 等双
边协议和声明ꎬ 实
施 «纳恩 － 卢格减
少威胁合作计划»

实现 乌、 白、 哈
三国无核化ꎬ 俄
罗斯接受北约东
扩ꎬ 俄罗斯加入
Ｇ８ 集团ꎬ 成立戈
尔—切尔诺梅尔
金委员会ꎬ 签署
«第二阶段削减战
略武器条约»

美俄 反 恐 合 作ꎬ
俄罗斯允许美国
在中亚建军事基
地ꎬ 签署 «削减
进攻性战略武器
条 约 »ꎬ 成 立 北
约—俄 罗 斯 理
事会

签署 «新削减战略武器
条约»ꎬ 扩大北方配送
网络ꎬ 成立总统双边委
员会ꎬ 美取消在波兰和
捷克部署导弹防御系统
的计划、 废除 «杰克逊
－ 瓦尼克法案»ꎬ 俄罗
斯加入世贸组织ꎬ 签署
«１２３ 协定»

失败原因
美未兑现对俄经济
援助

“休 克 疗 法 ” 失
败、 北约东扩波
黑和科索沃战争
车臣战争

美国退出 «反导
条 约 »ꎬ 波 罗 的
海三国加入北约ꎬ
伊拉克战争ꎬ 颜
色革命ꎬ 美国计
划在欧洲部署导
弹防御系统ꎬ 格
鲁吉亚战争

普京再次当选总统ꎬ 斯
诺登 事 件ꎬ 乌 克 兰 危
机ꎬ 叙利亚战争

　 　

４２

①

②

Ｇｏｒｄｏｎ Ｍ Ｈａｈｎꎬ “Ｒｕｓｓｉａ ｉｎ ２０１２: Ｆｒｏｍ ‘Ｔｈａｗ’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ｔ’ ｔｏ ‘Ｆｒｅｅｚｅ’”ꎬ Ａｓｉａｎ Ｓｕｒｖｅｙꎬ Ｖｏｌ ５３ꎬ
Ｎｏ １ (Ｊａｎｕａｒｙ /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３)ꎬ ｐｐ ２１４ － ２２３

冯玉军、 尚月: «美俄关系新发展与中国的政策选择»ꎬ 载 «国际问题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ꎮ



美俄关系 “重启” 的困境分析　

分时段来看ꎬ 苏联解体前后美 (苏) 俄关系的局部重启是预热阶段ꎬ 双方

在军控谈判等领域取得的合作成果开启了关系发展的新局面ꎬ 两国实力地位不对

等和美对俄经济援助不力是重启 “流产” 的主要原因ꎮ 克林顿—叶利钦时期奠

定了美俄关系发展的总基调ꎬ 其间遗留的问题也基本是两国关系结构中的固有矛

盾ꎮ 小布什—普京和奥巴马—梅德韦杰夫两个时期相比ꎬ 俄、 美分别做了重启的

主动方ꎬ 第一个时期两国关系 “蜜月期” 最短ꎬ 分歧矛盾较多ꎻ 第二个时期美

俄之间互动面扩大ꎬ 重启成果丰厚ꎮ 总的来看ꎬ 苏联解体后ꎬ 美俄关系既有改

善、 重启的内外需求动力ꎬ 也有结构性矛盾形成的阻碍ꎬ 两方面因素糅杂在一

起ꎬ 形成了美俄关系经历数次重启—失败、 重复这种循环的内在逻辑ꎮ

二　 “全面” 还是 “有限” 的伙伴关系?
———美俄关系 “重启” 的逻辑

　 　 美俄关系经历数次重启ꎬ 但都有始无终ꎬ 最终难破失败的旧局ꎮ 这说明两国

之间既有改善和发展关系的切实需求ꎬ 又受到关系结构中固有矛盾的束缚ꎻ 一些

具有连续性的问题ꎬ 如军控、 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 导弹防御、 独联体国

家、 欧洲—大西洋安全体系、 中东政策、 俄罗斯国内形势等始终是困扰两国历届

政府的难题①ꎮ 以下列出的三方面因素体现了美俄关系中的主要矛盾ꎬ 也是导致

美俄关系不断在重启—失败循环中反复的原因———在推动关系重启的同时也成为

抑制关系发展的阻碍ꎮ 正是因为冲突性、 自发性、 矛盾性、 局限性和暂时性的特

点ꎬ 使得美俄关系发展呈现出多变性和不确定性ꎮ

(一) 体制和意识形态因素

俄罗斯独立后建立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体制ꎬ 美俄在体制和意识形态领域

不再呈对立之势———这是美俄发展关系的重要前提ꎮ 但随着俄罗斯的发展道路逐

渐与西方的预期相偏离ꎬ 特别是在普京主政时期出现了 “可控民主” 和 “主权

民主” 模式后ꎬ 体制和意识形态因素再次成为美俄关系发展的阻碍ꎬ 冲突性是造

成重启屡次失败的主因之一ꎮ
一方面ꎬ 美国有意通过改善关系影响俄罗斯的体制转型进程ꎬ 以达到弱化俄

５２

① Ａｎｇｅｌａ Ｓｔｅｎｔꎬ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Ｕ Ｓ －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 － 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ꎬ ｐ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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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并对其进行改造的目标①ꎮ 例如ꎬ 老布什和克林顿都积极支持叶利钦在俄罗

斯国内大搞政治和经济改革ꎬ 其真正目的是推动俄罗斯民主变革ꎬ 使之符合美国

的利益ꎮ 这样建立起来的所谓 “战略性伙伴关系” 从一开始就是片面和不完善

的ꎬ 双方的政治利益只是暂时一致②ꎮ 另一方面ꎬ 受政治文化路径依赖的影响ꎬ
俄罗斯的政治体制和外交决策机制有别于西方ꎬ 美俄两国在体制和价值观上的差

异逐渐在关系磨合过程中凸显出来ꎬ 最终导致互信阙如、 合作受限、 重启失败ꎮ
究其原因ꎬ 冷战后的美国外交政策深受民主和平理论的影响ꎬ 美国认为民主化更

为彻底的俄罗斯不会再对西方构成威胁ꎬ 这也成为美国干涉他国内政、 推行强权

政治和霸权主义的主要依据③ꎮ 而 ２１ 世纪的俄罗斯发展战略受 “普京主义” 主

导ꎬ 带有权威主义、 国家主义、 民族主义的保守色彩ꎬ 与美国对俄政策定位截然

对立ꎬ 这也成为普京上台后美俄矛盾增多的主要原因ꎮ
另外ꎬ 美俄两国政府在相关政策制定上还存在内部矛盾ꎮ 美国国会一直对与

俄合作持怀疑态度ꎬ 是否将改善两国关系与俄国内政治挂钩是两派争论的焦点:
以经济人士为代表的主和派认为与俄合作符合美国的利益ꎬ 但受到冷战思想影响

的安全部门却对此心存疑虑ꎮ 在某些历史节点ꎬ 国会立法程序还会成为阻挠美俄

关系改善的绊脚石ꎮ 例如ꎬ 克林顿执政期ꎬ 国会因对美俄关系正常化存疑而迟迟

不取消 «杰克逊 －瓦尼克法案»④ꎻ 奥巴马时期ꎬ 国会又将废除这一法案与是否

给予俄罗斯 “永久性正常贸易国地位” 及通过 «马格尼茨基法案» 挂起钩来ꎬ
对美俄发展经贸联系造成了阻碍ꎮ 特朗普与俄改善关系的主动性也受到了国会的

掣肘⑤ꎮ 俄罗斯也有相似之处: 混合经济体制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中产阶级和经

济精英渴望摆脱冷战思维桎梏ꎬ 与西方特别是美国企业界在能源、 金融、 高科技

领域甚至是公民社会层面加强合作ꎬ 但俄安全部门和外交决策层却对国外势力渗

透十分警惕ꎬ 这也导致精英内部有发生分裂的可能⑥ꎮ

６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Ｃ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Ｎｅｌｓｏｎ ａｎｄ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Ｗｅｉｓｂｒｏｄｅ ｅｄ ꎬ Ｒｅｖｅｒｓ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Ｆｏｒｍｅｒ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ｅｓ: Ｕ Ｓ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Ｆｌｏｒｉｄａꎬ １９９８ꎬ ｐ １３

刘燮: «冷战结束后美俄关系的转换及其影响»ꎬ 载 «今日东欧中亚» １９９６ 年第 ６ 期ꎮ
倪世雄、 郭学堂: «民主和平论与冷战后美国外交战略»ꎬ 载 «欧洲研究» １９９７ 年第 ５ 期ꎮ
«杰克逊 － 瓦尼克法案» 是 １９７４ 年美国贸易法案的修正案ꎬ 将给予苏联最惠国待遇与犹太移民政

策联系在一起ꎬ ２０１２ 年底才被废除ꎮ
Ｄａｎｉｅｌ Ｓｈａｐｉｒｏ ａｎｄ Ａｒｔｈｕｒ Ｍａｒｔｉｒｏｓｙａｎꎬ “Ｗｈｙ Ｄｏｅｓ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Ｎｏｔ Ｃａｒｅ Ａｂｏｕｔ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Ｒｕｓｓｉａ?”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６ꎬ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ｕｓｓｉａｍａｔｔｅｒｓ ｏｒｇ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ｗｈｙ － ｄｏｅｓ －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 ｎｏｔ － ｃａｒｅ － ａｂｏｕｔ －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ｉｎｇ －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 ｒｕｓｓｉａ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ｌｉｔｅｓ”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４ꎬ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 / / ｕｓ － ｒｕｓｓｉａ ｏｒｇ / １１５８ －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ｓ － ｗｉｔｈｉｎ － ｔｈｅ － ｒｕｓｓｉａｎ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 ｅｌｉｔｅｓ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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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ꎬ 体制和意识形态因素在为美俄重启关系创造可能性的同时ꎬ 又成

为了双方继续深化合作道路上的阻碍ꎮ 这体现了美国对俄政策的 “矛盾的统

一”① 和两国意识形态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之间的角力ꎮ

(二) 领导人因素

美俄关系重启是两国外交决策的一种结果ꎬ 而后者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

物ꎬ 其中主体间认知差异具有重要的影响力②ꎮ 作为国家最高外交决策者ꎬ 美俄

总统在两国关系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ꎮ 但正是因为有主体间认知差异

的存在ꎬ 领导人因素的自发性决定了其作用的双重性———既有可能推动关系重

启ꎬ 也有可能导致关系破裂ꎮ
１９８７ 年老布什担任美国副总统时ꎬ 就已经开始与戈尔巴乔夫对话并建立起

个人联系ꎮ 在两人的合力推动下ꎬ １９９１ 年 ７ 月美苏签署了 «第一阶段削减战略

武器条约»ꎮ 同年 ８ 月ꎬ 布什谴责加速苏联解体的政变企图ꎬ 警告 “自杀性民族

主义”ꎬ 其讲话被美媒讽刺为 “基辅鸡”③ꎬ 但却赢得了戈尔巴乔夫称其为 “真正

的伙伴” 的赞赏④ꎮ 克林顿和叶利钦则奠定了美俄关系中领导人发挥主动作用的

基础ꎮ 两位总统在任期间共会晤了 ７ 次之多ꎬ 二人良好的私人关系推动了同时期

美俄关系的快速发展⑤ꎮ 在叶利钦政权面临威胁的 １９９３ 年 “十月事件” 和 １９９６
年总统大选中ꎬ 克林顿给予了有力的支持ꎮ 小布什和普京执政初期ꎬ 两人在

“９１１”后的通话和克劳福德农场会晤中建立起来的私人关系带动了美俄外长和

防长间的频繁互动ꎬ “战略稳定小组” 和 “美俄能源对话” 机制的建立也见证了

这种互动的成效ꎻ 小布什 ２００１ 年与普京首会后赞赏俄罗斯总统的过于个人化的

表达甚至招致了很大非议⑥ꎮ 但是ꎬ 短暂的关系升温最终不敌因两位领导人主体

间认知差异带来的价值观和执政理念的分歧ꎮ 有意思的是ꎬ 梅德韦杰夫与奥巴马

７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袁胜育: «转型中的俄美关系»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ꎬ 第 １０２ 页ꎮ
秦亚青: «主体间认知差异与中国的外交决策»ꎬ 载 «外交评论» ２０１０ 年第 ４ 期ꎮ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ｒａ”ꎬ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ｆｏｒ Ｅｔｈｉｃ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Ｊｕｎｅ ６ꎬ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ｒｇ / ｓｔｕｄｉｏ / 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 / ２０１３０６０６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 ａｎｄ －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ｒａ

Настоящий партер: политики вспоминают Джорджа Бушаꎬ １ декабря ２０１８г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ｖｅｓｔｉ ｒｕ / ｄｏｃ ｈｔｍｌ? ｉｄ ＝ ３０８９８１５

“Ｂｉｌｌ Ｃｌｉｎｔｏｎꎬ Ｂｏｒｉｓ Ｙｅｌｔｓｉｎꎬ ａｎｄ Ｕ Ｓ －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 ｈｔｔｐｓ: / /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 / ｍｉｌｅｓｔｏｎｅｓ / １９９３ － ２０００ / ｃｌｉｎｔｏｎ － ｙｅｌｔｓｉｎ

小布什在与普京首会后表示ꎬ “普京非常值得信赖我能够感受到他的心灵”ꎮ “Ｐｒｅｓ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ｙ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Ｂｕｓｈ ａｎｄ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Ｐｕｔｉｎ ”ꎬ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ꎬ Ｊｕｎｅ １６ꎬ ２００１ ｈｔｔｐｓ: / /
ｇｅｏｒｇｅｗｂｕｓｈ － 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ｇｏｖ / ｎｅｗｓ /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２００１ / ０６ / ２００１０６１８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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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是在 “无差异” 的基础上以个人之力推动美俄关系再次重启ꎮ 二人同为法

律专业人士ꎬ 都主张摒弃冷战对峙ꎬ 力求在两个核大国间建立一种基于经贸往

来、 高科技发展、 公民社会交流的新型关系ꎮ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梅德韦杰夫访美ꎬ 他在

硅谷与企业家会谈、 开通 “推特” 账号及与奥巴马在快餐店举行轻松愉快的

“汉堡峰会” 都成为这一时期美俄友好的美谈ꎮ 但这种和谐很快因俄总统易人而

终结ꎬ 普京与奥巴马关系不睦成为第四次重启失败的重要因素ꎮ 不难看出ꎬ 领导

人可以是关系建构的重要因素ꎬ 但以此推动关系发展并非是一种长久可靠的模

式ꎮ 依靠领导人因素发展关系也暴露了美俄关系缺乏制度性保障的问题ꎮ

(三) 安全问题因素

战略安全是影响美俄关系的核心问题ꎬ 美俄两国在欧洲—大西洋安全体系构

建、 军控谈判、 防核扩散、 反恐问题上都曾有过合作ꎬ 但这并不能消解两国在安

全观念和战略部署上的分歧和摩擦ꎬ 安全问题因素的矛盾性、 局限性和暂时性使

美俄关系重启不断重复失败的结局ꎮ

１ 欧洲—大西洋安全体系构建

受历史文化和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ꎬ 俄罗斯对自身在欧亚地区的身份认同一

直存在矛盾心态ꎬ 而这种矛盾性也体现在冷战后俄罗斯与美国及其盟友构建新欧

洲安全体系的过程中ꎮ 苏联解体后ꎬ 俄罗斯自由改革派积极主张本国融入西方的

经济和安全体系ꎬ 但对美国主导的北约心存疑虑———既视其为安全对手ꎬ 又认为

北约是俄保持与西方关系的重要多边机制渠道ꎮ 在构建欧洲安全框架的问题上ꎬ
美国及其盟友的立场也有自相矛盾之处———既希望接纳中东欧国家融入西方安全

体系以保证欧洲—大西洋地区的稳定和安全ꎬ 又想打消俄罗斯的顾虑ꎬ 让其参与

欧洲安全机制建设ꎮ 这种双重矛盾性直接影响了美俄关系的重启进程ꎮ
克林顿—叶利钦时期ꎬ 为了加强俄罗斯与西方的经济和政治一体化ꎬ 美国启

动俄入世谈判ꎬ 并让俄加入 Ｇ７ꎻ 俄罗斯则于 １９９４ 年和 １９９６ 年先后与欧盟签署

伙伴关系协定并加入欧洲委员会ꎬ 欧盟随后推出对俄行动计划ꎬ 叶利钦还表示俄

愿意加入欧盟ꎮ 安全机制构建方面ꎬ 北约于 １９９４ 年初推出 “和平伙伴关系” 计

划ꎬ 启动扩张进程ꎬ 美国以此赋予北约新的政治使命①ꎮ 在此过程中ꎬ 以北约为

中心的安全机制始终将俄罗斯和欧安组织置于次要之位ꎬ 俄与欧洲—大西洋体系

８２

① 李海东: «克林顿政府与北约东扩»ꎬ 载 «美国研究» ２００１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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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主要机构只保持着有限的关系①ꎮ １９９７ 年成立的北约—俄罗斯常设联合理事

会只是一个对话和磋商机制ꎬ 俄罗斯拥有发言权ꎻ 直到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北约—俄罗

斯理事会取而代之ꎬ 俄才获得决策权ꎬ 但仍不享有否决权ꎮ 实际上ꎬ １９９９ 年北

约接纳波兰、 匈牙利和捷克正式入盟引发俄罗斯强烈不满之前ꎬ 美俄关系已经因

科索沃战争跌至苏联解体后的最低点ꎬ 这一次关系重启也因此终结ꎮ
奥巴马—梅德韦杰夫时期ꎬ 因俄格战争中断的俄罗斯与北约间的联系得以部

分恢复ꎬ 双方还在禁毒、 反恐等领域展开合作ꎻ 美国为安抚俄罗斯提出在欧洲部

署导弹防御系统的 “分阶段适应性” 计划ꎬ 还曾试图创立俄罗斯—北约联合防

御体系ꎬ 但无果而终ꎮ 俄罗斯要求就建立新的欧洲安全框架进行谈判ꎬ 于 ２００９
年提出 «欧洲安全条约» 草案ꎬ 但美国以欧安组织和北约—俄罗斯理事会足以

承担相应职责为由加以拒绝ꎮ
总的来看ꎬ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 俄罗斯与美国主导的北约关系经历了从战

略忽视到战略关注的发展过程ꎬ 呈现出阶段性、 脆弱性、 非对称性与象征性的特

点ꎬ 是一种参与性的伙伴关系②ꎮ 与视俄罗斯为重要安全伙伴的德、 法、 意等欧

洲国家相比ꎬ 美国并不认为俄可以在维护欧洲和全球安全中发挥重要作用ꎻ 而俄

罗斯虽然因北约和欧盟不断蚕食自身传统势力范围备感威胁ꎬ 但囿于能力有限和

利益所趋ꎬ 又必须在对抗和合作中谋求平衡ꎮ 这使美俄虽然能就欧洲安全问题进

行谈判ꎬ 作出一定让步和进行有限合作ꎬ 但却始终不能达成实质性进展ꎬ 关系重

启也因此受到重要影响ꎮ 美俄、 美欧、 俄欧之间战略利益的冲突性导致冷战后的

欧洲一直没能成功构建起一个攸关俄罗斯利益的新欧洲—大西洋安全体系ꎮ

２ 军控和防止核扩散

军控和防止核扩散一直是美俄关系中的敏感问题ꎬ 在数次重启中ꎬ 两国在此

领域的合作带有一定的局限性ꎬ 成果也经常表现为一时的权宜之计ꎬ 不能成为双

边关系长久发展的基石ꎮ
美俄关系第一和第二次重启阶段ꎬ 在俄罗斯作出一定让步的前提下ꎬ 双方达

成第一和第二阶段 «削减战略武器条约»ꎬ 为美俄关系改善奠定了基础ꎮ 小布

什—普京时期签署的 «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 是当时美俄建立新合作关系

９２

①

②

Шульгин М В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новой систем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Евро － атлантическом регионе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９０ － х гг ＸＸ века / /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ꎬ Ｎｏ ５ꎬ ２００７

刘军、 王欣月: «在伙伴与参与者之间———俄罗斯与北约关系的动因、 特点及未来»ꎬ 载 «国际展
望» 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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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志ꎬ 但两国并未就更改 «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条款问题达成一致ꎮ
美俄之间最重要和最全面的军控协议是第四次重启时签订的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

约»ꎬ 然而双方在谈判过程中也遇到俄方要求将导弹防御问题与新条约绑定的难

题ꎮ 总的来看ꎬ 美俄在军控领域的合作成果确实能作为一定时期内关系改善的重

要例证ꎬ 但无论是以维持战略力量平衡为目的的谈判ꎬ 还是军控协议条款的约束

力ꎬ 都带有很大局限性ꎬ 美俄并未在军控合作中建立起真正的互信ꎮ 也正因为这

种对对方 “竞争对手” 身份的认同①ꎬ 美俄难以就进行大规模实质性削减核武开

展进一步谈判ꎬ 甚至无法保证维护业已达成的协议ꎮ 美国先后退出 «反导条约»
和 «中导条约» 以及美俄在延长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问题上相互指责ꎬ 都

说明军控合作无法成为两国关系的立足点ꎮ
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方面ꎬ 美俄合作也跌宕起伏ꎮ 以伊朗核问题为

例ꎬ 美国一直希望俄罗斯在限制伊朗发展核技术、 安理会通过制裁条约等问题上

予以配合ꎬ 但俄罗斯自有利益考量ꎮ 克林顿—叶利钦时期ꎬ 美国副总统戈尔和俄

罗斯总理切尔诺梅尔金于 １９９５ 年签署秘密协定ꎬ 以俄停止向伊朗出售常规武器

换取与美国进行经济合作ꎮ 但 ２０００ 年普京以美国没有履行承诺为由废除了这份

协定ꎬ 此后俄伊开始继续在军事和技术领域开展合作ꎮ ２００７ 年俄罗斯签署向伊

朗出售 Ｓ － ３００ 防空系统的协议ꎮ ２００９ 年美俄关系再度重启后ꎬ 俄方终止了这份

军售合同ꎮ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ꎬ 在俄罗斯的配合下ꎬ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制裁伊朗的

１９２９ 号决议ꎬ 这被视为彼时美俄关系改善的重要成果ꎮ 然而奥巴马对德黑兰 “接
触 ＋制裁” 的政策并未助其实现无核化世界的目标ꎬ 而俄罗斯也一再强调伊朗有

发展民用核能的权利ꎬ 并不顾西方反对最终帮助后者建成并启用了布什尔核电

站ꎮ 美俄就伊朗核问题合作的局限性也成为了两国关系发展的巨大障碍ꎮ

３ 反恐

美俄反恐合作受制于双方在界定恐怖主义问题上的分歧ꎮ “９１１” 事件后ꎬ
美俄在反恐战争中的合作曾助推两国关系的第三、 第四次重启ꎬ 但双方在车臣、
伊拉克战争等问题上的分歧并未因此消弭ꎬ 反恐合作只能在短时间内形成正向动

力ꎮ 在对恐怖主义的认知上ꎬ 美国认为俄罗斯只把在北高加索活动、 威胁到自身

安全的宗教极端势力视为恐怖分子ꎬ 而俄罗斯则指责美方在车臣问题上奉行 “双
重标准”ꎮ ２００４ 年别斯兰事件后ꎬ 俄罗斯向联合国安理会其他 ４ 个常任理事国散

０３

① 赵骞: «美俄削减战略武器新条约的局限性———基于建构主义角度»ꎬ 载 «人民论坛» ２０１２ 年第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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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了一项决议草案ꎬ 呼吁各国在合作惩治恐怖分子时不以政治、 意识形态、 种

族、 民族、 宗教等作为标准ꎬ 这显然是针对美国的 “双标” 态度ꎮ 在叙利亚战

争中ꎬ 美俄虽然联手打击 “伊斯兰国”ꎬ 但却在对待巴沙尔政权问题上尖锐对

立ꎮ 由此可见ꎬ 美俄虽然一直强调大国合力打击恐怖主义的重要性ꎬ 但是难以达

成共识ꎬ 反恐合作对两国关系重启的推动作用也只能是暂时性的ꎮ
纵观冷战后美俄关系的四次重启ꎬ 体制和意识形态、 领导人互动及安全领域

的三方面因素代表了两国的主要利益关切ꎬ 体现了双方既合作又对立的双重性动

因ꎬ 其作用带有冲突性、 自发性、 矛盾性、 局限性和暂时性ꎮ 美俄实力地位不对

称ꎬ 价值观念相抵触ꎬ 利益需求有错位ꎬ 战略互信难建立ꎬ 加之缺少合作机制保

证ꎬ 导致两国关系出现了重启—失败的循环起伏ꎮ 历史经验证明ꎬ 在美俄关系发

展过程中ꎬ 只有当双方就狭义的共同利益暂时达成一致ꎬ 且为追求某个特定目标

而对彼此抱有一定信任感时ꎬ 双边合作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效果ꎮ 正是基于这样的

内在逻辑ꎬ 美俄关系虽然屡次尝试重启ꎬ 但却难以发展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

度ꎬ 而只能在有限领域实现部分有效合作ꎮ

三　 “冷战” 还是 “热和平”: 美俄关系 “再重启” 前景暗淡

特朗普上台后ꎬ 美俄关系两次出现 “再重启” 的迹象: 一次始于特朗普任

职初期ꎬ 一次表现于 ２０２０ 年疫情期间ꎮ 与前四次 “重启” 相比ꎬ ２０１６ 年以来华

盛顿与莫斯科之间的互动既有相似动因ꎬ 也有特别之处ꎮ
首先ꎬ 领导人的作用再次显现出来ꎮ 特朗普竞选期间即开始对普京释放友好

信号ꎬ 后者也适时回应ꎬ 双方你来我往、 不吝溢美之词的场景甚至被媒体戏谑为

“兄弟情”①ꎮ 正是在两国总统主动摒除 ２０１４ 年以来两国之间敌意、 积极频繁示

好的基础上ꎬ 美俄关系再一次重启的希望被燃起ꎮ 然而ꎬ 因受到国内政治和社会

舆论的掣肘ꎬ 特朗普对俄新政策无法施行ꎬ 美俄关系更在 “干涉门” “通俄门”
“间谍门” 等事件的影响下不断呈现螺旋式下滑的趋势ꎮ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特朗普被迫

签署的对俄制裁新法案不但扩大了制裁范围和对象ꎬ 还对总统解除制裁的权力进

行了限制ꎻ 此番制裁 ２０１８ 年更是涉及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 外长拉夫罗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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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政要和商界精英ꎮ 美国在此间出台的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核态势评估»
等文件将俄称为 “修正主义国家” 和 “战略竞争对手”ꎬ 两国先后打起了外交驱

逐战和媒体制裁战ꎬ 还在叙利亚上演了冷战结束以来的首次代理人热战ꎮ 凡此种

种ꎬ 表明特朗普和普京以一己之力带动的第一次关系重启尝试也宣告失败ꎮ
在 ２０２０ 年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和中美关系恶化的形势下ꎬ 美俄两国总统再次

抓住契机ꎬ 从 ４ 月中旬开始频繁通话ꎬ 相互支援医疗物资、 分享医疗信息ꎬ 还在

军控、 油价等问题上开启对话通道①ꎮ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ꎬ 特朗普和普京于 ４ 月

２５ 日发表联合声明ꎬ 纪念美苏两国军队在德国易北河会师 ７５ 周年ꎮ 二人声称

“易北河精神” 是美俄伟大事业摒弃分歧、 建立信任和开展合作的典范②ꎮ 对此ꎬ
有学者认为ꎬ 发扬历史上的战时同盟精神有利于美俄在利用现有沟通渠道保持联

系的基础上进一步避免冲突③ꎮ
与以前的经验相比ꎬ 美俄这两次尝试重启关系ꎬ 领导人和意识形态因素发挥

了前所未有的特殊作用ꎮ 承诺 “让美国再次伟大” 的 “特朗普主义” 和坚守

“强国梦” 的 “普京主义” 都带有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特征ꎬ 两者又都建立在

大国势力划分的基础上ꎬ 这既为美俄创造了开展现实政治对话的氛围ꎬ 又会让两

国在某些领域的竞争加剧④ꎮ 鉴于此ꎬ 研究未来美俄关系走向应重点关注执政者

权力及治国理念的存续问题ꎮ 目前来看ꎬ “特朗普主义” 会随着拜登上台 “偃旗

息鼓”ꎬ 后者会否重复奥巴马的对俄政策仍是未知数ꎬ 而苏尔科夫的 «长久的普

京之国» 已经预言普京及其执政理念将长期引领俄罗斯走非西方的发展道路⑤ꎮ
因此ꎬ 美俄关系仍有很大变数ꎮ

其次ꎬ 在安全领域ꎬ 美俄虽有合作空间ꎬ 但仍无法摆脱矛盾性、 局限性和暂

时性ꎮ 在构建欧洲—大西洋安全体系方面ꎬ 美俄关系因欧洲内部和美欧关系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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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俄关系 “重启” 的困境分析　

而呈现出更加复杂的态势ꎮ 特朗普上台后抨击欧盟成 “德国的工具”ꎬ 宣称 “北
约过时”ꎬ 还欢迎英国脱欧ꎬ 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俄罗斯缓解自身战略压力的需

求ꎮ 但俄与北约的战略对峙状态并没有改变ꎬ 军演成为双方博弈的主要方式ꎬ 波

罗的海是军事交锋的重点区域ꎻ 美俄在北极地区的军事竞技也有所升级ꎮ 新冠疫

情在全球暴发后ꎬ 北约盟国继续对俄进行军事挤压和战略围堵ꎬ 并高调举行 “波
罗的海行动 － ２０２０” 多国海上联合演习ꎮ 俄罗斯采取以退为进的克制做法ꎬ 但对

威慑武器的研制和投入仍被美国和北约视为重大威胁ꎮ 受疫情影响ꎬ Ｇ７ 峰会延

迟举行ꎬ 特朗普借机提出 Ｇ７ 增员ꎬ 邀请俄罗斯加入ꎬ 俄方谨慎地表示ꎬ 虽然同

意改制 Ｇ７ꎬ 但没有中国的参与ꎬ 就不可能实现具有全球意义的重要事业ꎮ 由此

来看ꎬ 在美国削减驻欧军力、 美欧分歧不断扩大的情况下ꎬ 北约会加大对俄罗斯

的战略压制ꎬ 俄也可能强化核威慑能力建设和前沿军力部署ꎮ 拜登上台后ꎬ 或将

对跨大西洋伙伴关系进行重塑ꎬ 但是会打破对俄有利的多极化世界格局并降低欧

盟改善对俄关系的兴趣ꎬ 由此限制俄对欧洲外交的回旋余地ꎬ 对俄欧关系产生不

利影响ꎮ 这样看来ꎬ 俄欧、 美俄之间存在的结构性问题短期内难以改变ꎬ 双方或

将长期维持斗而不破的关系①ꎮ
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ꎬ 美俄仍是当今世界上核武器储备和部署量最

大的国家ꎬ 相互确保摧毁仍是两国重要的核战略ꎮ 美国研究部门掌握的数据也显

示ꎬ 五常其他三国的核力量远不及美俄 (见图 １)ꎮ 军控是现在俄罗斯唯一能够

与美国进行平等谈判的议题ꎬ 但在美国退出 «反导条约» «中导条约» «开放天

空条约» 的背景下ꎬ 美俄在延长两国间唯一有效的军控条约 «新削减战略武器

条约» 问题上一度陷入困境ꎮ 拜登上台后双方达成共识ꎬ 延长了这份于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到期的条约ꎮ 普京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批准的 «核威慑政策» 升级了两国的战略对

峙②ꎮ 与此同时ꎬ 美国两党议员还建议商务部修订 ２０２０ 年到期的 «暂停对俄罗

斯联邦铀的反倾销调查协议»ꎬ 进一步降低俄进口铀的上限ꎮ 这样看来ꎬ 作为曾

经推动关系重启的重要成果ꎬ 军控谈判推动美俄关系重启的作用已经非常有限ꎮ
在防核扩散问题上ꎬ 普京 ２０１７ 年曾表示ꎬ 俄美作为核大国ꎬ 应在此领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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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合作①ꎮ 美国 ２０１８ 年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并对伊实施最高级别的经济制裁后ꎬ
美俄嫌隙不断扩大ꎬ 美方的单边主义冒险行为也加大了美欧分歧ꎬ 还促进了法、
德等欧盟国家与俄罗斯关系的缓和ꎮ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ꎬ 美国又宣布结束对伊朗民用核

项目的制裁豁免ꎬ 对此俄罗斯表示还会继续与伊朗在相关领域进行合作ꎮ 虽然美

俄曾于 ７ 月底在维也纳就战略稳定、 军控等问题展开三日谈判ꎬ 其中包括自冷战

后首次就空间安全进行商议ꎬ 但成果十分有限ꎬ 未能就太空安全等问题取得具体

成果ꎬ 未来两国也恐难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领域取得合作进展ꎮ
在反恐领域ꎬ 虽然美俄在各种场合强调两国携手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重要

性ꎬ 但两方的积极性并不对等ꎬ 索契冬奥会、 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 巴黎恐袭等

事件对两国反恐合作的推动作用并不明显ꎮ 俄罗斯近年来一直呼吁建立国际反恐

联盟ꎬ 但美国反应冷淡ꎮ 美国怀疑ꎬ 俄罗斯力推国际反恐合作的真正目的是想主

导国际事务②ꎮ 美俄在共同打击 “伊斯兰国” 极端组织上取得了一定成效ꎬ 但因

双方在叙利亚问题上立场相左ꎬ 严重缺乏互信ꎬ 合作的暂时成效并不能推动两国

关系进一步升级ꎮ 与此前助推关系重启不同ꎬ 现在反恐有可能成为美俄竞争与博

弈的新战场ꎬ 一时的合作并不代表关系长久维系ꎮ
总的来看ꎬ 特朗普上台后ꎬ 美国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及国际关系格局均出现

较大变化ꎬ 特朗普的孤立主义 ＋防御性单边主义外交、 离间中俄关系、 遏制中国

崛起以及调整对俄政策是这一时期美俄关系重启的重要原因③ꎮ 但是ꎬ 这两次再

重启都未见实质性成果ꎬ 更多表现为领导人之间的暧昧和虚与委蛇的互动ꎮ 双方

在乌克兰危机、 克里米亚问题、 叙利亚战争、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延期、
“北溪 － ２” 管道建设等具体问题上或是相互指责ꎬ 或是针锋相对ꎬ 在实力不对

称、 认知有错位的情况下ꎬ 仍不能实现协商与合作ꎮ 美俄关系 “再恶化” 不是

没有可能ꎬ “再重启” 前景暗淡ꎻ 新冷战或许不会发生ꎬ 但热和平会长期存在④ꎮ
而这种状况在拜登执政期又可能发生新的变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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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世界主要大国核力量估测数据

数据来源: ｈｔｔｐｓ: / / ｆａｓ ｏｒｇ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０ / ０４ / Ｗａｒｈｅａｄ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ｉｅｓ２０２０ － １ ｊｐｇ

结　 语

回顾和分析冷战后美俄关系四次 “重启” 的过程和内在逻辑ꎬ 不难发现ꎬ
历次重启之所以都不成功ꎬ 是因为背后动因具有双重性———在对关系重启起到一

定推动作用的同时ꎬ 又在某种程度上凸显两国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ꎬ 最终导致重

启失败ꎮ 正是因为这些具备冲突性、 自发性、 矛盾性、 局限性和暂时性特点的因

素存在ꎬ 美俄关系的发展过程充满多变性、 偶然性和不确定性ꎬ 但也不乏在特定

领域发展的空间ꎮ 特别是在拜登新政府上台后ꎬ 在新冠疫情持续和中美关系不稳

的形势下ꎬ 一直受西方制裁压制的俄罗斯希望迎来 “战略机遇”ꎬ 在经贸、 军

控、 高科技、 太空、 反恐等领域谋求与美国有限合作ꎬ 其中军备控制、 中美竞争

与俄美关系、 北极合作和地中海东岸地区是对美俄关系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

四个主要议题①ꎮ 但是ꎬ 在可预见的未来ꎬ 美俄关系发展 “改善与倒退相伴、 合

作与冲突并存”② 的阶段性特点暂不会发生大的变化ꎮ
从关系建立的基础来看ꎬ 冷战后及普京上台后美俄在国家能力、 国际地位等

方面也相差悬殊ꎬ 造成双方对国家利益及战略目标的认知有巨大差异ꎮ 从关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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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胜育: «转型中的俄美关系»ꎬ 第 ２６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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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来看ꎬ 美国一直希望俄罗斯接受两国间因实力对比差异造成的不平等地位ꎬ 但

是俄罗斯愿意重启与美关系恰恰是建立在发展一种平等的伙伴关系基础上ꎮ 俄罗

斯无法接受这种不平等且对美国的回应感到不满ꎬ 而美国对俄改变不平等、 重塑

大国地位的想法既不理解也不尊重ꎮ 这种结构上的错位导致双方即使有合作意

愿ꎬ 也难以建立一种全面、 持久的伙伴关系ꎬ 而 “有限伙伴关系” 或 “有限对

手” 则成为美俄关系的 “新常态”①ꎮ 从关系发展的结果来看ꎬ 无论在反恐、 防

核扩散ꎬ 还是在伊核、 独联体国家问题上ꎬ 获益更多的是美国ꎮ 在俄罗斯对外政

策中ꎬ 美国占有重要的优先位置ꎻ 而苏联解体后ꎬ 俄罗斯在美国外交中仅有间接

的重要性ꎮ 俄罗斯希望在国际社会中得到平等的权力和地位ꎬ 但美国只关心如何

遏制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发展和利用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决策权为自己谋利ꎮ
２０２０ 年年底以来ꎬ 美俄关系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特点ꎮ 美国总统大选前ꎬ

在新冠疫情对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造成颠覆性影响、 中美关系有滑向 “新冷战”
危险的形势下ꎬ 虽然美国国会和舆论仍不看好美俄关系ꎬ 但已有评论提出美国应

反省对俄政策ꎬ 抓住机遇实现两国关系真正的重启②ꎮ 俄罗斯战略界则对新的战

略机遇充满期待ꎬ 但美国大选后ꎬ 普京迟迟未向拜登祝贺胜选的行动表明ꎬ 俄罗

斯对未来四年的俄美关系疑虑重重ꎬ 尤其担心拜登会在重整与西方盟友关系的同

时采取对俄不利的外交政策③ꎮ 列瓦达中心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的民意调查数据显示ꎬ
美国总统大选后ꎬ 虽然对美持好感态度的俄罗斯人比 ２０１６ 年有所上升 (从 ２８％
上升至 ３５％ )ꎬ 但认为俄美关系将会改善的被调查民众从 ２０１６ 年特朗普当选时

的 ４６％下降到拜登胜选后的 １２％ ④ꎮ 美国精英内部在对俄政策上也依然呈现 “鹰
派” 与 “鸽派” 观点对立的态势ꎬ 这是美国政治极化的又一表现⑤ꎮ 作为曾与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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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马搭档的副总统ꎬ 拜登很可能在上台后让美俄关系重回 “消极而稳定” 的状

态①ꎬ 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不太可能 “出现任何向好的改变”②ꎮ
同时ꎬ 对应地看美俄关系 “重启” 的历史路径和模式ꎬ 拜登上台后ꎬ 两国

关系也不会实现重大突破ꎮ
首先ꎬ 拜登及其建制派政府主张团结美国传统盟友捍卫西方民主制度并共同

抵制俄罗斯ꎬ 美俄之间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矛盾或将更加突出③ꎮ 其次ꎬ
拜登和普京之间不太可能发生 “化学反应”ꎮ 虽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曾于

１ 月 ２４ 日表示ꎬ 俄罗斯主张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ꎬ 普京将对美方的合作意愿作

出相应回应ꎬ 但拜登及其幕僚在对俄政策上都属于 “鹰派”ꎬ 言辞观点一贯强

硬ꎻ 拜登上任后首次发表外交政策演讲时也直接对普京发话ꎬ 说自己与前任特朗

普完全不同ꎮ 再次ꎬ 拜登政府承诺要在重回、 重建多边合作问题上加强与传统盟

友的关系ꎬ 重塑针对俄罗斯的跨大西洋安全同盟体系ꎬ 这意味着欧美仍将维持安

全与价值观共同体的牢固性ꎬ 而欧俄双方在欧洲安全、 价值观和对原苏联地区国

家政策方面存在的重大分歧仍将持续④ꎮ 透过法德等欧洲国家与美国就纳瓦利内

中毒和被捕ꎬ 俄国内爆发抗议示威等对俄罗斯发难ꎬ 俄驱逐欧洲国家外交官ꎬ
“北溪 － ２” 项目受阻等事件ꎬ 阻碍美俄关系的结构性矛盾可见一斑ꎮ

短期来看ꎬ 拜登对俄政策会更具战略性、 策略性和灵活性ꎬ 或在有限领域与

俄开展合作ꎬ 但会坚持意识形态立场ꎬ 强化盟友关系以维护美国地缘政治利

益⑤ꎮ 最明显的例证就是美俄在军控问题上取得的进展: 拜登在就职第二天即表

示会争取将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延长 ５ 年ꎬ 这是对奥巴马政府及拜登本人外

交遗产的继承之举⑥ꎻ 恢复伊朗核协议也将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目标ꎬ 美国目前正

在积极与英法德等欧洲伙伴商谈恢复伊朗核协议ꎮ 俄罗斯前外长伊万诺夫指出ꎬ
俄美关系在特朗普时代跌入数十年来的最低谷ꎬ 拜登上台后ꎬ 两国应在一些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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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绍雷: «从特朗普到拜登: 美俄关系新变化»ꎬ 载 «当代世界» 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ꎮ
拜登在冷战期间就曾作为参议员赴苏联就美苏 «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 和 «中导条约» 进

行谈判ꎬ 又在 ２０１１ 年以副总统身份积极推动参议院通过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ꎮ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

达成协议的领域进行对话ꎬ 主要涉及军控、 地区冲突和气候问题ꎬ 以期让战略安

全领域的成果为两国恢复其他合作奠定基础ꎬ 使俄在叙利亚、 伊朗、 朝鲜等多边

机制中发挥积极作用ꎬ 并与美国在北极事务上进行合作①ꎮ
从长远来看ꎬ 相比中美矛盾ꎬ 美俄对抗更难调和ꎮ 可以说ꎬ 特朗普政府延续

了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后美国的对俄态度和政策路径ꎬ 而拜登政府也会参照美俄

关系的基本面制定对俄政策ꎮ 美国务卿布林肯 １ 月 １９ 日在国会听证时就明确表

示ꎬ 拜登政府会利用包括制裁在内的政策工具确保俄罗斯为其行为付出代价ꎬ 双

方在乌克兰、 叙利亚、 化学武器、 网络安全等问题上仍存在难以弥合的分歧ꎮ 俄

方学者也指出ꎬ 鉴于本国面临的地缘政治格局未发生根本性变化ꎬ 俄罗斯仍会继

续奉行 １９ 世纪以来的保守对外政策ꎻ 拜登上台后ꎬ 美国将重点针对俄中两国ꎬ
俄美也难以做到相互承认对方的国际地位ꎬ 因此不会停止干涉对方内政ꎮ 最重要

的是ꎬ 俄美对抗不会因双方在其他问题上的接触而改变②ꎮ 就在美俄就延长 «新
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达成协议后ꎬ 美海军两艘主力驱逐舰唐纳德库克号和波特号

就公然开进黑海ꎬ 联合乌克兰进行军演ꎬ 对俄发出挑衅和震慑的信号ꎮ 与此同

时ꎬ 美国指责俄罗斯在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对本国发动大规模网络攻击ꎬ 随后宣布关闭

美驻叶卡捷琳堡和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领事馆ꎻ 俄罗斯则认为美对发生在俄多地的

示威抗议负有责任ꎬ 显示了其深度意识形态危机③ꎮ
由此看来ꎬ 未来四年或更长时间ꎬ 美俄关系可能会随形势发展出现新的变

化ꎬ 但不会实现大的突破ꎬ 所谓的美俄关系 “重启” 也难以走出一贯的困境ꎮ
与此同时ꎬ 相关大国也始终需要面对一个核心问题: 国家间关系发展是否可以规

避固有结构性矛盾ꎬ 充分利用所有主动促进因素ꎬ 在有限领域实现部分合作? 这

也是在处理当前中美、 中俄关系时应该着重思考的问题ꎮ
(责任编辑　 胡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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